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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蝶 文 / 图）
近日，记者从四川省相关部门获
悉，为了点燃市场激情，第 16届
中国（成都）端午食品博览会将于
5 月 29 日至 6 月 8 日在成都世
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本届博览会，将携手 2024乡
村振兴特色农产品展、南北粽子
文化节以及十国进口嘉年华，共
同演绎一场集食品饮料、风味粽
子、特色美食、缤纷水果、土特产、
乡村振兴、文化旅游、非遗艺术及
进口商品于一体的消费狂欢。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将是一
场线下与线上交融、成渝双城联
动的盛宴，预计将汇聚国内外超
过 1000家的优质企业，展出超过
80000种名优产品。

其中，展会中的乡村振兴特
色农产品展，将展示和销售市州
农产品公用品牌、县域土特产、时
令特色水果、特色旅游美食以及

非遗艺术品，让乡村的“土”味飘
向四海。

南北粽子文化节，则在国潮
的推动下，让传统粽子焕发新的
生机。在这里，老字号与新品牌
将同场亮相，一决高下。

十国进口商品展更是成都消
费品进口市场快速增长的缩影。
去年，成都消费品进口同比增长
超过 44%，展现出进口消费市场
规模扩大、品质升级的趋势。本
届博览会将汇聚多国优质商品，
为广大市民提供优质、便捷、实惠
的进口商品。

此外，展会还将举办端午民俗
游园会，设置各种民俗文化打卡
点，开展亲子包粽子、汉服秀、划旱
龙舟、画彩蛋、绣香囊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让市民们充分感受到端午
节的浓厚氛围。同时，还将联合各
大产区举办时令水果节、缤纷美食
嘉年华等活动。

挖掘消费新热点
让“土”味飘向四海

第 16届中国（成都）端午食品博览会将于 5月 29日启幕

宜宾市长宁县：
稻田“小龙虾”

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

3月 18日，走进四川省宜宾
市长宁县竹海镇中坝村稻虾示范
基地，伴着清晨的徐徐春风，稻虾
田里早已忙碌起来，返乡农民工
燕朝飞熟练地收起沉甸甸的虾
笼，松开扎口的绳，小龙虾便聚拢
到一块，从笼口进入盆里。
“今年的总产值应该有 30万

元，除去成本，纯收入 10万元没
问题。既照顾了家里的老人小孩，
还比外边打工强。”燕朝飞说，家
乡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生态环
境好。2022年，回来看到其他村
村民养小龙虾效益还不错，自己
也就开始了小龙虾养殖，从最初
的 20 多亩发展到现在的 50 多
亩。

燕朝飞回乡创业的 2022年，
也正是竹海镇大力发展稻虾综合
种养的开始之年。该镇按照“山
上看风景、山下看产业”的工作要
求，在桃坪片区采取“政府引导 +
协会 + 龙头企业 + 农业服务组
织 + 村集体经济组织 + 农户参
与”发展模式不断壮大稻虾产业
规模。经过两年多的发展，竹海
镇已有稻虾综合种养户 300 多
户，建成稻虾综合种养面积 8000
亩，成功投产 7000余亩，销售约
1100吨，综合收入达到 9500余
万元。2024年，计划建成高标准
稻虾综合种养 1万亩，实现水稻
年产量 6000 吨，小龙虾年产量
1500吨，年产值达 1.3亿余元。

据了解，“稻虾共作”是一种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稻田里的害虫、微生物为龙虾

提供饵料，而虾产生的排泄物可
以滋养水稻，郁郁葱葱的稻田更
加有利于小龙虾的栖息和生长，
这样一来既能提高经济效益，又
可起到稳粮增收的作用。

走进龙头镇武宁寨村，高标
准农田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标志
引人注目。“我回来养龙虾，一年
净赚 50万元。”龙头镇人大代表、
稻虾种养户罗文可说，2022年开
始试着养虾，从当初的 40多亩发
展到现在的 200余亩，今年正月
初六开始卖成虾，目前已经收入
50多万元。

据了解，龙头镇以全县实施
省级鱼米之乡为契机，规划发展
稻虾基地 5000亩，稻虾产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全镇小龙虾
养殖面积 3000亩，产量达到 390
多吨，水稻产量 2400 吨，带动
180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助
农人均增收 800元。

一稻一虾，绿色共生，既保障
“米袋子”又丰富“菜篮子”，实现
一田多用，助农增收。近年来，长
宁县依托优质的水源与环境，大
力推广稻虾综合种养模式，积极
发展稻虾共养产业。目前稻虾综
合种养面积达 2.5万余亩，覆盖
竹海镇、龙头镇、长宁镇、古河镇、
梅白镇、双河镇、花滩镇等地。经
过短短几年发展，长宁县成立了
多个稻虾协会，为虾农提供科学
种养技术培训、市场引导，使早虾
可达亩产 150斤，每亩最高产值
可达 5000余元，预计 2024年总
产量 2727吨以上。

□宋成均李鹏春本报记者庞贵唐文 /图

抓机遇创“全新”白酒品牌标杆
江口醇龙年龙酒主题年活动在蓉举行

广元市苍溪县：
“一村一品”羊肚菌撑起“致富伞”

天气渐暖，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文
昌镇鸳鸯村的羊肚菌迎来第一茬成熟
采摘期，一朵朵鲜嫩肥厚的羊肚菌如雨
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一派丰收景象。
“在这里打工一个月能挣 3000 多

元，离家又近，不比城市里差。”采摘大
棚里，向荣贤笑呵呵地说道。

向荣贤是鸳鸯村村民，2021 年以
来，文昌镇鸳鸯村因地制宜，科学谋划，
引进经济效益明显、市场前景广阔的羊
肚菌产业。羊肚菌种植产业落地村里
后，向荣贤变身产业工人，成了基地的
“固定员工”。羊肚菌的丰收，不仅让他
感受到丰收的喜悦，也为当地部分村民
带来了增收希望。
“我们今年种了 33个棚的羊肚菌，

大概 100 多亩。已经采摘一个多星期
了，今年立春以来温度偏低，预计能采
摘到 4月下旬。现在的新鲜羊肚菌每斤
80元，晒干的羊肚菌每斤在 500元左
右，一个棚一年收益在 2万元左右。”慨

而慷专业合作社社员左明宣一边采摘
着羊肚菌，一边算起了种植羊肚菌的好
效益。
“凭借国家大力支持乡村振兴的机

遇和政策，慨而慷合作社着力发展羊肚
菌特色产业，由于气候适宜和技术过
硬，种出的羊肚菌个头大、质量好，很受
市场欢迎。”鸳鸯村党支部书记宋刚介
绍道。“接下来，鸳鸯村将充分利用‘专
合社 +农户’的模式，由专合社统一为
老百姓提供菌种、技术和进行菌菇收
购，带动更多群众发展特色产业，进一
步提高群众收入。”

据了解，近年来，苍溪县文昌镇党
委政府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三农”工
作部署，大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农业
产业，鸳鸯村羊肚菌就是乡村产业振兴
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全镇共有肉牛
羊鸡兔等各类特色规模养殖场 26家，
培育市、县等家庭农场 104家，带动周
边 2000余户群众稳定增收。

□石萍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3 月 18 日，在第 110届糖酒会
开幕前夕，由四川江口醇隆鼎酒业
有限公司主办的江口醇龙年龙酒主
题年活动在成都市武侯区举行。本
次活动以“龙年江湖 问道龙酒”为
主题，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树立
绿色发展的理念贯穿始终，开展了
“川东北特色白酒产区”讲解、签约
仪式、新品发布会等系列活动，以专
业的知识、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参与
活动的嘉宾带来了全新的美酒体
验。巴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谯
小涛、四川江口醇隆鼎酒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陈林才出席活动并致辞。
陈林才表示，2024年是白酒整

体逐渐复苏的开始年，作为四川省
十朵小金花之一的江口醇酒业，将
始终坚持以市场为中心、以品质为
核心、以品牌为重心，努力实现振兴
发展和二次创业的宏伟目标。
打造“一个全力以赴的江口

醇”。巴中作为四川白酒的重要产区
之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
化和独特的酿造技艺。在陈林才看
来，要想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
做到“全力以赴”，即全力拓展市场。
以川东北为基地市场，巩固成都、河
南、山东、江苏核心市场，重振华南诸
葛酿存量市场，拓展增量市场，实现
线上线下销售成倍数增长。全力提升
品质。持续通过五粮液帮扶，强化技
术创新，进行龙酒等系列产品迭代与
优化。从酒体“个性、健康”双导向出
发，稳定江口醇醇和风格，提高产品
核心竞争力。全力推树品牌，以在川
东北家喻户晓、在全省具有知名度、
在全国核心市场具有美誉度为目标，
深挖企业文化，强化江口醇文化 IP，

利用行业展会、145周年厂庆，开展
巴中异地商会专场品鉴活动 30场次
以上，提高品牌知名度。

书写“一篇全新视野的江口
醇”。作为川东北白酒的龙头企业，
江口醇酒业牵头成立了川东北优质
白酒基酒联盟，盘活了 50年以上的
老窖池 500余口，发展原粮基地种
植 2万余亩，培育年收入 10万元以
上村集体经济组织近 100个，帮助
3000多农户脱贫奔康。

如何在新时代抓住机遇，在新
浪潮下共话白酒企业高质量发展？

江口醇用行动展示独具特色的

“新篇章”。2020年 9月，江口醇改
制成为巴中市大型市属国有企业，
由信用评级 AA+ 的巴中市发展集
团控股，建立了现代国有企业管理
新机制；2023年，五粮液将支持巴
中白酒产业发展纳入了宜宾市对巴
中的托底帮扶，开启了江口醇与行
业龙头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携手共
进的新模式；在传承省级非遗酿造
技艺基础上，江口醇融合巴人文化，
推出了醇和型白酒新品牌；按照新
版《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坚持使用优质原材料，进一步打造
新品质；在市场拓展上，江口醇销售

市场从本地不断拓展，在基酒产能
上，江口醇将在今年启动年产 1万
吨优质白酒技改项目，全产业链投
资超过 30亿元，力争稳抓新机遇；
去年，中国白酒金三角协会为川东
北产区授牌，江口醇牵头成立了巴
中市酒类行业协会，江口醇定将肩
负起引领川东北白酒产区加快发展
的重任。

此外，活动现场还推出新品“42
度醇和 1879”，并分别展示了江口
醇大酱、魁酒、龙酒和醇和四大核心
美酒，让与会嘉宾共同感受“醇厚”
氛围。

□本报记者李国华文 /图

3月 20日至 22日，第 110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将在四川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和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举办。

本届糖酒会将创新推出“展、会、城、节”四大板块，展览总面积达 32.5万平方米，创糖酒会历届之最，预计
有超 6600家展商，携来自 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 30万件展品亮相。

作为我国食品行业历史最久、影响最广的大型专业展会之一，全国糖酒会历来被视为观察消费情况的“风
向标”。近日，作为本届糖酒会的前序大戏，多场酒店展率先启动，为全行业和全国消费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美
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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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十里，新茶吐绿。时下，贵
州省岑巩县天马镇各生态茶园里，
一垄垄茶树嫩芽勃发，抹抹新绿迎
风摇曳，茶香四溢飘满园。
“还有一周就可采摘春茶了。”

贵州黔凝香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徐
廷勇说，茶树经过一冬春的休养生
息和营养积累，孕育出了色泽绿润、
叶肉肥厚、滋味鲜爽的春茶。公司正
通过与科研院所及行业龙头企业开
展合作、争取东西部协作资金新建
现代化加工厂及采购茶叶精制加工
设备等，推进绿色生态产品在“产、
供、销”全过程各环节全链条畅通，

助力产品走向了国际市场。
乡土货走出“国际范”，小茶叶

成就大产业。长在大山里的片片绿
叶子变身为热销海外的致富“金叶
子”，是岑巩县树牢绿色发展理念、
统筹“环境优”和“产业旺”、持续优
化生态环境的生动实践。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岑
巩县坚持绿色生态导向，以规模化、
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为路径，将
农业高质量发展作为强县之基，以
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护绿、扩
绿、倡绿”行动，持续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加强土壤污
染源头管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监
督、农产品产地环境治理和生态过
程规范，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实现生态
环境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天马镇低纬度、高海拔、多云

雾、寡日照、无污染，为生产高品质
茶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依托资源
禀赋，天马镇苗落村人徐廷勇因地
制宜先后种植了 650亩绿茶。2019
年以来，徐廷勇与其他茶叶经营主
体抱团取暖，联合成立了贵州黔凝
香茶叶有限公司，连片承包低产老

茶园进行更新改造，推广实施绿色
防控技术，推进生态茶园标准化建
设，促进茶园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持
续保障茶叶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提升产业“绿值”，“茶”亮发展
底色。岑巩县以推动茶产业转型升
级和质量提升为重点，不断厚植高
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以产业向
“绿”转型促进产业生“金”，持续激
发农业高质量发展“绿”动能，促进
实现生态“高颜值”和产业“高质量”
齐头并进。

通讯员周燕

贵州省岑巩县：
提升产业“绿值”“茶”亮发展底色


